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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博物馆定位问题初探

刘迪 (江西师范大学博物馆学系 南昌 33 。。22)

提要 : 以灾难为主题 的博物 馆 已为公众所 关注 , 渐成一种博物馆类型 。 从 文化 角度看 , 它

是对中国古代忧患意识的传承 , 当下又生发出 “多难兴邦 ” 的现实意义 。从功能上看 , 它可以

起至J纪念 与凭 吊 、 见证 与警示 、 科普 与科研等现实功 能。 而这些意 义与功能的实现均需特 定的

展示 基调 才能得 以完美呈现 。此 外 , 灾难博物 馆的定位 又与 “灾难 文学 ” 、 “口述历 史 ” 、

“黑 色旅 游 ” 等相关事项存在一 定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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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灾难 为主题 的 博物馆 在 世界各地 悄然 发展 ,

随着近 年来一些 重大灾难事件的发生 , 此主题博物

馆 逐 渐走 进 大 众视 野 , 引起 社 会 关注 。 川因这 类主

题博物馆数量的增多及其价值与意义的突显 , 它以

一种 尚未明确界定的状态便 已成为公众心中一种博

物馆新类型 。因此应引起博物馆研究者的重视 。本

文尝试从类型 、 文化 、 功能及呈现基调等方面探讨

灾难博物馆的定位问题 , 以期对未来此类博物馆建

设与发展提供些许参考 。

一 、灾难博物馆类型定位

(一) 类型分析

灾难 博物馆 , 可以 说是 因独立 主题 而形成 的一

个博物馆新类型 , 并对原有各类此相同主题博物馆

进 行整 合的结 果 。 从 上位 归属 角度看 , 它 应属干 专

题 博物 馆 下的 一 个亚 类型 。 而其 因形 态和具 体功 能

等方面 与一般的专题博物馆存在较大不同而独立 。

灾难博物馆从众多专题性 博物馆独立出来而成为一

类的意义何在 ? 第一 , 已具备一定数量规模 , 并 日

益被人们所重视 , 且此类博物馆具有特殊的社会教

育意义 。第二 , 功能的特定性 , 一般博物馆通过正

面信 息 的传播 去 影 响公众 , 而 灾难博 物馆 则是 要公

众有 所 反思 , 由此 而 生的具 体功 能也 有别 于一般 博

物 馆 。 第 三 , 形态 复 合化 , 一般 博物 馆的形 态相 对

单一 , 而 灾难 博物 馆 可能是 多种 形态 的综 合体 , 包

括类似遗址博物馆的灾难原址 , 类似于纪念馆的纪

念空间 , 类似于传统博物馆的一般陈展空间 , 类似

于科技馆的体验空间 , 它可能是这四者的综合体 ,

也 可能是其中几种空间形态的综合 , 甚或只以其中

一种 形态 出现 。

但它与一般的纪念馆 、 遗址博物馆 却不能等

同 。灾难博物馆与纪念馆两者都具有纪念和凭吊功

能 , 而纪念馆所纪念的对象范围更为宽泛 , 所纪念

之人物可以是个体 , 也可以是群体 ; 纪念事件可以

是灾难性 , 也可是英雄性 。而灾难博物馆所纪念的

事件必定是灾难性的 , 其中的人物可能涉及名人或

是 英雄 , 但 更强 调受 难人群 的整 体 , 灾难 体 验 的普

遍化 。灾难博物馆多数会依托干灾难原址或遗址兴

建 , 因而会带有遗址博物馆的某些特点 , 但也并不

是所有的灾难博物馆都必然依托遗址 。

由此可从类型角度对灾难博物馆下一个初步的

定 义 : 灾 难博物 馆是 以灾 难为 主题 , 多数依托 于 灾

难原址 (遗址 ) 兴建 , 通过呈现人类群体性灾难 ,

供社会进行反思的综合性博物馆空间 。

(二 ) 灾难博物馆的分类

灾难博物馆作为一种类型 , 由于内部的不同角

度 还可划 分为 更为具 体的 形态 。

第 一 , 按 灾 难 的 性 质划 分 。 灾难 一 般 分 为 自

然 灾 难 和 人 为 灾 难 两类 , 灾 难 博物 馆 也 可 因 此 细

化 , 如坟 川地 震 博物 馆 、 台 湾 “9 .2 1 地 震 教 育 园

【1」汉川地震的发生及坟川地震博物馆兴建是中国公众对灾难博物馆认知的原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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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 、 日本阪神大地震纪念馆等属于 自然灾难博物

馆 ;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 柏林犹太人博物

馆 、 长崎原爆死没者追悼和平祈念馆则属干人为灾

难博物馆 。甚至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细分 , 自

然灾难中可进一步分出地质灾难类 , 如兰州地震博

物 馆 ; 海洋 灾难类 , 如浙江岱 山县 中国台风博物

馆 ; 等等 。

第二 , 从灾难的时间划分 。体现古代灾难的 ,

如意大利庞 贝城遗址 ; 体现近现代灾难的 , 如柏林

犹太人博物馆 ; 体现 当代灾难的 , 如坟川地震博物

馆 。参观距今越近的灾难博物馆 , 对参观者内心的

触动越强烈 , 灾难体验感越深刻 。而随灾难距今愈

加久远 , 其对当代参观者内心影响愈弱 , 从而其性

质也便愈趋于一般历史类博物馆 。

第 三 , 从博物 馆成 因划 分 。 一类直接源于灾

难 , 针对某一次灾难 , 将遗址 、 遗存保护 , 就地修

建 。一类出于科学教育 目的而修建 , 先有对某种灾

难的危机意识 , 而后组织素材完成 , 其中也不免涉

及具 体 灾难 事件 , 如兰 州地 震博物 馆 , 便 没有 依托

于某一次具体地震 , 而是从各地搜集与地震相关藏

品而创办 。 由干成因不同 , 这两类灾难博物馆在功

能 侧重 上也 有差 异 , 前 者侧 重纪 念 、 警 示 与凭 吊 ,

后者 更 侧重 科研 与免 灾教 育 。

第四 , 从博物馆选址 划分 。 一 类是在 灾难 发

生地 或 相关 地建 馆 , 如 侵华 日军 南 京大 屠杀遇 难 同

胞纪念馆便建在南京大屠杀江东门集体屠杀遗址和

遇 难 同胞丛 葬地 之上 。 一类 是建 在远 离灾 难或 悲剧

地 点之 外的 某处 , 如柏 林犹 太人 博物 馆 , 陈列 的主

体 部分 为德 国纳 粹迫 害 和屠 杀犹 太人 的 历 史 , 而馆

址位于德国首都 柏林第五大道和 9 2 街交界处 , 其

选址 与该段 历 史并 无特殊 关联 。 选址 与灾 难 发生地

重合与否在激发参观者情绪方面或有不同 , 在灾难

发生地参观更具身临其境感 , 与文物 “原真性 ” 类

似 , 空间的原真性也是参观者在参观博物馆时内心

潜在 寻求 的东 西 。

二 、 灾难博物馆文化因素定位

(一) 文化渊源

灾难对不同 国家 、 民族的打击 别无 二致 , 但

面 对灾 难 不同 文化 则有 不 同的心 态和 传统 。 回溯 对

灾难的表述 , 汉文化的本土传统其实存在两条不同

的路线 , 一条是 “粉饰太平 ” , 一条是 “忧患 人

生 ” 。二者长期共存 , 时而交叉并置 , 时而冲突斗

争 。川当灾难从历 史文献的记录转变为更加直观 的

博物馆记忆形态时 , 这两种传统在当代中国灾难博

物馆的文化构建中必然产生影响 。 “粉饰太平 ” 的

传统碰撞博物馆客观性理念后 , 其性质发生变化 ,

转化为一种建构社会和谐的取 向 。而灾难博物馆的

建立主要是对忧患路线的文化传承 。 我们的博物馆

不仅要保存民族荣耀与辉煌的记忆 , 也需要直面灾

难 , 让民族的记忆完整 、 客观 。

(二 ) 沉淀的理性

灾难易干生成某种浓 烈的情绪 , 或 许博物 馆

会因为记录这种极具情绪化的事件而具有某种感染

力 , 但这种感染力是不持 久的 , 情绪 会随 悲剧事件

的 远 去而 逐 渐减 弱 , 但 理 性 的 光 芒 不 会随 时 间 淡

去 , 反而在时间中得以增殖 、 扩散 。

灾难 博物 馆所 呈现 的理 性是 什 么? 是 历劫之 后

的反思 , 是面对灾难时人类永恒的精神和勇气 , 是

对和平的追求 , 是希望和爱 。只有揭示普世价值的

灾 难博 物馆 才有 其存 在的 意义 。

而理性 的 沉淀 需 要时 间 , 因此灾 难 博物 馆的 建

立 必然 相 对滞 后干 灾难 的发 生 , 让 人们 有足 够的 时

间剥离情绪 、 痛苦 , 进行反思 。也许因为有了这段

距离 , 所谓的灾难博物馆才会更加客观 , 才会对生

者 和后 世有 启迪 的意 义 。

(三 ) 节制的感性

感性的体验比照理性 , 共通性更强 , 更加直接

而原始 。灾难 的主题无可避免地会触动参观者的感

情 , 因而博物馆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 了感情激发与

发泄的场所 , 让观众在理性收获的同时也获得情感

体验 。 这也 实现 了人文关 怀 层面 的关 照 , 超 越 灾难

【l] 徐新建 : 《多难兴邦与灾难记忆— 地震展览中的文化重建 》 《中外文化与文论 》 201 0 年第1期 , 第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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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冰冷恐惧 , 体验支持与爱的温度 。

但在这一空 间中又不可放任感性的无限放大 ,

而需对其进行潜在的引导与制约 。第一 , 负面情绪

的调控 。要控制灾难所呈现的悲剧色彩对参观者内

心影 响 的程 度 , 要客 观呈 现灾难 惨 烈的一 面 , 但 不

可为了达到某种效果过度失实渲染 , 使人惊恐及感

官不适 。第二 , 正面情绪的引导 。如通过展现灾难

中生命的顽强 、 勇气 , 使参观者由灾难的悲剧过度

到积极的情感体验 , 获得力量 。第三 , 向理性的升

华 。感情体验是通往理性思索的铺垫 , 或许好的灾

难博物馆会给参观者劫后重生的体验 , 会激发对生

命与 自身生活的反思 。

(四 ) “多难兴邦 ”与 “居安思危 ”

灾难的力量不限于它的破坏力 , 它在一定条件

下可以激励人们奋发图强 , 战胜困难 , 凝聚人心 ,

汇聚重建的 力量 , 而将这种力量在社会 中继续 扩

散 , 实现更大的社会价值 , 使国家强盛 。而灾难博

物馆在某种意义上便是 “多难兴邦 ” 的发生器和将

灾难转化为凝聚力的转化器 。灾难博物馆从而也具

有了 “国家记忆 ” 的印记 , 对国家和社会具有建构

意义 。

灾难博物馆在文化 反思 角度集 中体现 为 “居

安思危 ” , 在灾难过后以博物馆的方式重新体验灾

难 , 让警钟在世人心 中长鸣 。灾难博物馆对公众灾

难危机忧患意识的养成只是重要 目标之一 , 此外 ,

在博物馆中也应有具体的灾害知识普及 、 预防措施

宣传 , 使参观者受益 , 防患于未然 。

三 、 灾难博物馆功能定位

每个灾难博物馆的功能因自身具体灾难的情况

特点及办馆理念而不尽相同 。但总体而言 , 因灾难

博物馆承载社会意义的特殊性体现在功能方面与一

般博物馆确实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

第一 , 纪念与凭吊 。灾难中必然有人员伤亡 ,

这或许也是人们不愿意面对灾难的重要原因 。在灾

难 过后 , 灾难 博物 馆 为公 众提供 了一 个凭 吊逝者 与

纪念英雄的场所 。灾难博物馆 多数依托灾难发生地

兴建 , 因而更 易于使参观者产生临场感与情感共

鸣 , 从而在这一灾难原址空间中吊念与追思 。而博

物馆使用其陈列语言营造氛 围 , 通过遗像 、遗物的

陈展来震撼参观者的感官 , 打动其心灵 , 如美国犹

太浩劫纪念馆的 “人像塔 ” 、二二八纪念馆的 “死

难者群像空间 ” , 静默的图片与曾经鲜活生命之间

的反差 , 让人感受生命的可贵 ; 而灾难 中的遗物与

其 他见证灾难的物品都真实地给人心 灵以 强烈冲

击 , 如美国犹太浩劫纪念馆 , 馆中展示德国集 中营

受难犹太人留下的各式各样的鞋子 , 而参观者感受

到的却是它们曾经的主人 。 [1]

第二 , 见证与警示 。博物馆以实物 为语言客观

地记录着社会与 自然的发展变迁 , 面对灾难 , 博物

馆将以灾难遗址和陈列的方式予以记录和见证 , 在

整个灾难过程中 , 一切不能遗忘的实物与资料 , 都

将在博物馆中构成永远的可视和可感的历史 , 见证

灾难的破坏力 , 见证悲剧的事实 , 见证面对灾难时

刻的人性 , 见证危机时刻的民族精神 。

灾难博物馆搜集那些灾难发生时刻的见证物 ,

将之 保藏 , 进行 展 出 , 甚 至还 可以 “在安 全 允许 的

条件下 , 来参观的人甚至能进入到废墟中 , 去体验

被困在废墟中的感受 ” l2J , 以这样的方式将灾难的

惨烈与痛苦形象化 , 让参观者能够具体感知一场灾

难带来的惨痛记忆 。这样的方式对于幸存者和后世

都有警示意义 , 珍惜和平 , 珍爱生命 。

第三 , 科普与科研 。 恩格斯 有句名言 : “一

个聪 明的民族 , 从灾难和错误 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

时 多 得 多 ” 。 灾 难纪 念 馆 除 使 人不 忘 却 历 史 外 ,

更重要的意义应是使后人得到警示与借鉴 , 面对灾

难 , 痛定思痛后社会要从灾难 中吸取教训 , 防患于

未然 , 以减少未来此类灾害所带来的损失 。灾难博

物馆可对公众进行科普教育 , 唤起灾难 自救意识 ,

提高灾难 自救水平 , 通过博物馆的手段教会公众如

何预警 、 如何防范 、 如何逃生 。 如 日本 “阪神大地

震重 建纪 念馆 ” , 馆 内除 了有 很 多与 阪神大 地震 相

[l 」古骥瑛 : 《论纪念类博物馆展示策略》 、

[2 J 《灾难过后 城市文化的传承之路 》 ,

《中国博物馆 》 200 8年第1期 ,

《北京商报)} , 2008 年6 月23 日

第6 1一62 页 。

第C 14版 。



《中国博物馆 》 2013 年1期 } .奋.

关的展示 图片 、 文字及模型外 , 还通过 多种技术设

备广泛反映和宣传地震防灾的基本常识 , 甚至用电

脑模拟火灾蔓延以及通过 电脑游戏的方式供人们掌

握防灾的常识 。 另外 , 该馆的小型图书馆内 , 有很

多与震灾有关的书籍供参观者查阅 。还会定期举办

一些和地震相关的讲座和专题讨论会 , 供当地救灾

支援 小组交流学习 。除科普功能外 , 灾难博物馆 因

保存有灾难原址以及灾难发生中的各种实物见证 ,

也为灾难相关科学研究提供难得的实物资料和有力

的科学依据 。

综上 , 灾难博物馆功能与其实体部分存在某种

对应关系 , 由此可以引申出对于博物馆职能部门构

成 的粗 略规 划 :

灾难博 物馆功能与实体部分对应 关系表

职职能部门门 功 能能

灾灾 难原址 (遗 址 ))) 见证 与警示 、 纪念 与凭 吊吊

缅缅 怀纪念 设施施 纪念 与凭 吊吊

博博物馆 }冻列列 见证 与警示示

科科 普 中心 、 研 究所所 科普 与科研研

四 、灾难博物馆展示基调定位

博物馆展示基调是 一种抽象的空间构成要素 ,

由陈列主题 延伸而来 , 使陈 列空 间呈现 出不同面

貌 , 或高贵典雅 , 或清新恬淡 , 或古韵悠远 , 或极

具 现 代感 , 或 庄严 肃穆 , 或轻 松活 泼 , 虽然 抽 象 ,

却真 实 可感 。 陈列 基调 不 简单地 等 同于 装饰 风格 ,

而是风格 、 色彩 、 设计元素 、 整体布局进行统筹的

结 果 , 给参 观者 心理 以触 动 。

基调定位源 自设计者 对主题的分析 与理性诊

释 。灾难博物馆摆脱不掉悲剧的色彩 , 但设计者往

往能将基调设定超越悲伤 。而基调定位并非只有唯

一 取 向 , 甚 至可 出现双 重甚 至 多重 的层 次性 。 如南

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基调便选取 了 “悲愤 ” 与

“和平 ” , 悲愤美属于美学意义上的悲剧 , 并非等

同于悲惨 、 悲痛 、 死亡 , 更强调愤怒 、 愤慨 、 奋

进之意 , 以使人在悲痛 中奋发进取 , 在更高层次

的精 神世界中产生 美学意 义上的崇高精神 。而和

平 则更是经 历劫难后 人们所追求 的永不磨灭的 目

标和希望 。 {'〕

同类主题的博物馆 , 由于设计者 的不同诊释 ,

也 会出现不同的调性体现 。如对于地震这一主题 。

2 0 0 9年 5 月1 2 日 , 中国建川博物 馆兴建的 “坟川

地 震 博物 馆 ” 开放 , 该馆 强调 的展 出 宗 旨是 两个 见

证 : 见证议川地震的 巨大破坏力 , 见证这一悲剧的

事实 , 用地震废墟中清理出来的建筑构件和损毁的

家 电等复原地震场景 , 并设有子弟兵 、 民众救援 、

学校和重建等专题展厅 。由此可见 , 此馆的基调侧

重于对灾难的悲剧性展现 。而 日本地震博物馆内则

看不到一张强调受难者悲惨遭遇的照片 , 所呈现的

是 “防患于未然 ” 的定位取 向 , 一个 日本小学生的

日记内容也印证着这种基调 :

我一 回忆地 震 , 就会想起死去 的好 朋友 。 以

前我总会想 “只要不地震 … … ” 不过现在我不这么

想 了 , 我开始思考 “如果地震来了的话 , 我该怎么

力、… … ” 阴

博物馆基调 这种抽象的 灵魂需要 在展示 中通

过具体要素的运用最终得以体现 。如在建筑上 , 犹

太人博物馆外墙以镀锌铁皮构成不规则的形状 , 所

有 线 、 面 、 空 间都 是 破碎 和不规 则 的 , 人一 进去 便

不由自主地被卷入一个扭曲的时空 , 设计者隐喻犹

太 人 在德 国 不同寻 常 的 历史和所 遭受 的 灾难 。 在 色

彩 上 , 南 京大 屠杀 纪念 馆 主展馆 以墨 黑 与血红 为 主

调 , 并用点射灯来共同强化幽暗 、 血腥 、 惨淡的气

氛 。 在细节上 , 如台湾 9 ·2 1地震教育园区的地 震

博物馆在最后一个展馆外有一大片绿油油的草地 ,

让人在参观后沉重的心情得以舒缓 , 令人有重生的

喜 悦之 感 。

基 调 于 各 具 体 要 素 之 上 进 行 统 筹 , 使 各个 部

【l] 参见胡炜: 《悲愤与和平— 第二次世 界大战三大纪念性空间初探 》 , 《建筑与文化 》 2 007年第 10 期 。

[2 ] 《日本地震博物馆真实重现灾难 , 愿与中国分享经验 》 , 来源: 新华网 、 httP :// ne w s.ife ng.co ha oPi ni o可to Pi c/

d izh e n2 3 y i/2 0 0 9 0 3/0 33 1_ 6 10 3_ 10 8 54 6 1.shtm l , 2 0 0 9 一3 一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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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各元素之间统一连贯 , 融为一体 , 共同体现博

物馆的主 旨 , 更好地达成灾难博物馆的功能 目标 。

五 、相关问题探讨

以上四项是从灾难博物馆内在属性出发对其定

位间题予以阐述 。而作为这一特殊主题博物馆 , 其

外部与之联系的事项又与一般博物馆有所不同 。此

部分将分析与之相关的特殊问题 , 从关联中进一步

廓清其定位问题 。

(一) 与 “灾难文学 ”的联系

以大灾难为题材的小说 自文艺复兴时期就不断

涌现 , 如薄伽 丘的 《十 日谈 》 以 1 3 4 8年弗洛伦萨

发生的瘟疫为大背景 , 展现个人和家庭的命运 ; 德

国作家克莱斯特 18 0 7年的名作 《智和!地震 》 , 以

1 6 4 7年 智 利 大 地震 为背 景 , 描 述一 些 平 凡 人在 突

如其来灾难面前所表现 出的不平凡 、 甚至伟大 ; 再

如 此后 英 国作 家 威 廉 ·戈 尔丁 的 《蝇 王 》 、 法 国 作

家阿尔贝 ·加缪 的名篇 《鼠疫 》 。而中国文学也从

未回避远离灾难 , 《诗经 》 、 《淮南子 》 中便有不

少描 写灾 难的 远古 神话 传说 , 这 些文 字将上 古时 期

的灾难 记忆 代 代传递 。

出 干人 文的关 怀 , 博物 馆与 文学 对于 “灾难 ”

这一主题有着同样的关照 。而从出发点和归宿看 ,

竟有殊途同归的味道 。首先 , 在初衷上 , 二者都体

现出极强的人文关怀精神 , 从感情上给予大众感情

力量和精神抚 慰 。其次 , 在表达上 , 两者用各自的

语言 (博物馆陈列 、 文字 ) 对灾难进行呈现 , 使参

观者/读者进入到博物馆空 间所呈现/文字所描述的

情境之中 , 实现某种程度的临场感 , 从而进行灾难

体验 。再次 , 在最终 目的上 , 两者都不满足于仅让

参观者/读者产生情感触动 , 而是指 向历劫之后对

灾难 、 民族 、 生命理性反思的高度 。

对于 “灾难 ” , 博物馆与文学的理念有惊人

相似的地方 , 而在呈现手法上却有着属性的差异 。

文学通过文字构建起的灾难虚化的想象空间 , 受读

者的阅历和想象力的制约较大 , 但却不受时空的限

制 ; 而 博物馆 是 由实 物构 建经 由陈列 艺术 手段 强化

的实存空间 , 因而参观者更易感知体验 , 却要受到

时空的制约 。在叙述方式上也很不同 , 文学作品习

惯于用故事化的方式呈现 出一个完整的作品 , 而博

物馆的陈列通常没有完整故事情节 , 而是处于结构

之中缀合的片段 。这种属性的差异 , 使两者基本不

能转化 , 文学作品可以通过影视呈现 , 却无法转化

为博物馆陈列 , 博物馆陈列或许可以给作家以创作

灵感 , 却无法直接转化为文学 。

而灾难文学之干灾难博物馆的意义或许就在 于

因共同理念而生的相似的价值评判 。关于坟川地震

的文学作品曾在某一时期内出现 了井喷式的创作 ,

这些作品里 , 作者与读者没有心理上的距离 , 一起

借文字悲痛 、 哀悼 , 随灾难远去 , 这些高热度作品

在人们精神中也便散去了 。而灾难文学的经典必然

是理性而克制的 , 建立在深刻反思基础之上的 , 这

样才会具有持久的力量 。而一座杰出的灾难博物馆

立 意亦应 如此 。

(二 ) 与 “口述历史 ”的关联

简单地说 , 口述历 史就是指 口头的 、 有声音

的历史 , 它是对人们特殊回忆和生活经历的一种记

录 。 口述 史学作 为 历史学 的一 个分 支学科 , 出现 于

2 0 世纪 4 0年代 。其最基本的功用是可以填补重大

历史事件和普通生活经历中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空

白 , 或至 少弥 补其 不足 。 川

博物馆作为人类遗产的收藏机构 , 一度将主要

精 力 集中于物 化 的遗产 上 , 而随 着非物 质遗产 概念

的引 入 , 博物 馆 入藏 与保护 的领 域逐 步扩 大 , 少数

民族的 口述历史作为其非物质遗产的一部分受到博

物馆的重视 , 而在此之外 口述 历史的应用仍被博物

馆 所忽视 。

口述 历史与灾难博物馆之 间有着比一般博物

馆更为紧密的关系 。灾难的发生往往碎不及防 , 由

于各种条件的限制 , 无法留下完整而全面的文字记

录 , 所保存下的物质遗存很难不言而 自明若想了解

和展现真相 , 必然会走访当事人 、 幸存者或知情人

进 行 口述 调 查 , 从 而 更加 细 致 全 面 地 还 原 灾 难 过

程 。 这 个 口述 调查过 程也 是一 种抢 救记 忆 史料 的过

【l] 参见杨祥银: 《试论口述史学的功用和困难》 《史学理论研 究》 2000年 第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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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 其价值与实物 资料同样重要 。而博物馆在陈列

中通过展示 口述历史 , 和人与物交流相比 , 也更易

于造成 口述者与参观者的感情与信息交流 。甚至可

以请灾难的亲历者来到博物馆现场与观众面对面交

流 , 现身说法的做法更为真实可信 。 如在美国夏威

夷岛上的太平洋海啸博物馆中便有一位年过古稀的

讲解 员 , 她是194 6年希洛海啸的幸存者 。

而 口述 历 史 , 不仅 对灾难 博物 馆 与参 观者具 有

重要 的作 用 , 同时 这 种调 查的 过程 也 会有 益于 被调

查者 , 灾难留给幸存者心中的阴影不会轻 易摆脱 ,

而通过某种科学的访谈 , 可以让幸存者面对曾经的

灾难 , 感受到外界所给与的关心和力量 , 从而走出

阴影 , 重新开始生活 。这种方式在国外的医学领域

已有 尝试 。

(三 ) 灾难博物馆与 “黑色旅游 ”

黑色旅游 (D ark T o u rism ) 是指到死亡 、 灾

难 、 痛苦 、 恐怖 事件 或悲剧发生地的旅游现象 。

2 0 世纪 , 这种现象变得广泛而 多样 , 出现 了战争

旅游 、 暴 力旅游 、 监狱 旅游 、 大 屠杀 旅游 、 墓 地旅

游等多种具体形式 。旅游者通过对死亡与灾难等黑

色事件的发生地 、 纪念地等旅游情境的游 览 , 达到

接受教育 、 猎奇或感受刺激的另类旅游 目的 , 而这

种 动机往 往 是复 杂而隐 晦 的 。

从黑色旅游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 , 灾难博物

馆被纳人到黑 色旅游资源之 中 , 因而两者就此产生

了较为深刻的联系 。但两者 又有着根本的不同 。其

一 , 博物馆较其他旅游资源具有更强的能动性 。旅

游资源主要包括 自然风景旅游资源和人文景观旅游

资源 , 而博物馆基本可归人后者 , 它不 同于静默无

声 的 自然 风景 , 也不 同于 仅 向旅 客提 供 娱 乐体 验 的

一般人文景观 , 它有着独立干旅游之外的理念及在

此之上的社会功能 。其二 , 两者所满足的参观动机

不同 。灾难博物馆从内而外呈现的是清晰明确的严

肃性 , 让人追思 、 凭 吊及警醒 ; 而黑色旅游的参观

带有隐约不明的刺激性 、 娱乐性倾向 。其三 , 对效

益点追求的不同 。策划黑色旅游的企业是以营利为

目的 , 追逐利益最大化是其天性 , 因而出于经济利

益 的追 求 可能会 造成 生态 的继 续破 坏 、 当地 居 民心

灵痛苦等负面问题 。博物馆作为非营利机构 , 会尽

可能消除博物馆建设及参观中产生的消极问题 , 实

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

此外 , 两者由于研究对象存在一定交集 , 因而

在研究领域中也存在着类似的课题 , 黑色旅游的研

究起步较灾难博物馆早 , 其成果如黑 色旅游资源分

类 研究 、 参观动 机研 究 、 涉 及伦 理 问题 研究 、 旅游

目的地居民情感保护研究 、 黑色旅游符号研究 、 与

灾后重建关系研究等对灾难博物馆的建设也具有积

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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